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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活化乡村的美学实践

艺术存于农屋石巷，课堂设
在田间地头，这便是沂河源乡村
艺术小镇的不同之处。

“区别于很多景区开发把地
圈起来，建立围墙的做法，沂河源
乡村艺术小镇是开放的，是艺术
家与当地文化的合作，是有生活
在里面的。”初夏的五月，小镇美
不胜收，望着在翠绿掩映之下的
村子，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学
院院长、沂河源田园综合体项目
发起人董方军向记者坦言，眼前
如此美的小镇让他觉得心血没有
白费。

桃花岛的松石苑、龙子湖微
景点，房车营地、梅花山谷、刘玉
堂文学馆、李心田文学馆、“时间
之花”艺术馆、刘家坡村乡村书
院……在小镇核心村龙子峪村，
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
鲁先生驻村创作两年，并在沂河
源头设计了唯一的、也是绝笔的
乡村建筑——— 墨和观天台，并在
通往沂河源头的道路上设计了沉
思之路景观带，让游客不仅能在

寻根溯源中感受文化气息，还能
深入乡村感受古朴粗犷的田园
艺术。

“我们用两年时间把整体规
划设计出来，现在正逐步实施。
原汁原味的青山秀水与潮流时尚
的艺术元素巧妙组合，跳出固有
传统的设计思维，从一开始就给
小镇奠定了不一样的美学基础。”
董方军自豪地说。

走在龙子峪村中，流水潺潺，
百花争奇斗艳，村子山顶的看护
房和羊圈改造成了精致的民宿别
墅，天然的乡村诗意与天马行空
的艺术气息相映成趣。

“我们没有破坏它原生态的
东西，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来创
造的，逐步地把整个乡村的美景
串联起来。”山东桃花岛艺术乡村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海洋向记者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别出心裁的
“时间之花”艺术馆，在这里，游客
可以从“1到9”九个数字选择一
个，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频率，把
数字挂到上面，然后不停地闪烁，
循环往复。

一张文旅名片
一处美学典范
走进沂源县鲁村镇
沂河源乡村艺术小镇

在淄博的南大门——— 沂源县，有一处将艺术存于农屋石巷，课
堂设在田间地头的特色小镇，那便是沂河源乡村艺术小镇。

沂河源乡村艺术小镇位于沂源县鲁村镇西南部，近年来，小镇
秉承“艺术活化乡村，产业富民兴民”的发展理念，用艺术来激发乡
村活力，成为了淄博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

据了解，在艺术活化乡村
的积极影响下，宫岛达男、盐田
千春等日本艺术家在村里建设
了“时间之花”“编织系结”等极
具现代感的艺术作品。随着艺
术文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艺
术家来到龙子峪村，在村里举
行户外画展、笔会、座谈，文艺
下乡等一系列活动，让小镇的
艺术气息越来越浓郁。

“田园综合体”助力乡村质变

包括龙子峪村在内，沂河
源头鲁村镇的七个村在2018
年之前，有五个是省级贫困村。
利用濒临沂河的水资源和生态
优势，七个村抱团成立“田园综
合体”，采取“公益基金+专业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发
展循环、智慧、休闲农业，打造
绿色低碳环保乡村。

“若无产业支撑，被艺术
‘活化’的乡村终究是无根之
水，我是这么认为的。”从始至
终，董方军一直将七个村独有
的文化和改变家乡的机遇放在
心里，在竭力促成了沂河源田
园综合体项目后，又以家乡桃
花岛命名乡村文旅公司，积极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沂河源乡村艺术小镇通
过统筹村域规划，将现代艺术
引入乡村、引入旅游，实现传统
低端观赏旅游向研学式、体验
式、艺术化全域旅游新业态转
变，强化艺术文化的服务功能，
实现齐鲁文化国际影响力与乡
村文化消费双提升。

小镇以公益的心态、商业
的模式，通过整合多种业态资
源，由单一的乡村建设，到构建
田园综合体式的新生态链转
变，构建现代农文旅全产业链，
拓展农民在产业链上的就业空
间，用新六产来支撑特色板块
打造。

桃和苹果是当地最好的
产业基础，全域旅游是方向，坚
持以“沂河源”为品牌，农文旅
融合孕育出的新六产成为了乡
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走访中记者发现，龙子峪
万亩桃园已安装水肥一体化设
施2000余亩；华盛果品科沃云
数字果园完成全区水肥一体化
建设，已安装环境、用水、土壤、
墒情、长势、虫情信息收集设
备；鲁中高科现代农业示范园
已完成全区水肥一体化建设，
完成园区部分直播摄像头、土
壤检测站、虫情测报点、园区气
象站安装，正在建设数字化管
理机房。

“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
“互联网+现代农业”，实现电
子商务进农村，为乡村振兴插
上信息化翅膀。探索直播带货
等新媒体时代的销售模式，邀
请明星代言带货，扩大区域品
牌影响力。”董方军说。

艺术活化乡村，更是乡村
旅游文化底蕴的提升，央视《喜
上加喜》《我的美丽乡村》等栏
目在这里录制，与北京寒舍文
旅集团深化合作，委托其全面
运营，引进佳乡学院、马术、营
地教育、国际垂钓等业务板块，
沂河源乡村艺术小镇乡村文旅
的体验深度进一步增加。

“五个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只有人才回流，乡村振兴

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当地百
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沂河
源乡村艺术小镇独具特色的文
旅产业也为乡村振兴树立了标
杆，淄博市也积极深化美学赋
能行动，与山东理工大学、淄博
职业学院等大学院所专业人才
一起，挖掘延伸村落美学潜能，
打造乡村精品，用乡村美学赋

能乡村振兴，铺就更多发展
的路。

2020年12月6日，山东财
经大学乡村振兴学院在龙子峪
村揭牌成立，把大学办到了田
间地头，将产学研相结合，不断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践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板块
的沂源模式，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我们致力于乡村振兴事
业，将努力把特色小镇建设成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载体、城乡
融合发展的新支点，为加快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显著提升城镇发展智慧化、绿
色化、均衡化、双向化水平提供
坚实支撑。”董方军自信满满
地说。

据了解，沂河源乡村艺术
小镇未来将着重发展“乡村振
兴战略”和“艺术振兴乡村”的
落地实践基地，以沂河发源地
山水林田园特色、留住乡愁、保
护好青山绿水为基底，将充分
发挥田园综合体交通便利、海
拔高、昼夜温差明显、空气清
新、土壤基本无污染等优势，以
乡村“生活+生产+生态同步，
经济林果杂粮种植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
位一体”为标准。同时，围绕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建
设，以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为手
段，以提升农业内生动力、集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田园社区于一体为目标，打造
集规模化、设施化、科技化、标
准化、景观化、艺术化于一体的
现代田园综合体。

此刻，继艺术活化乡村美
学之后，“五个振兴”的齐鲁样
板正在这处特色小镇逐渐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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